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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5_8D_81_E5_c73_379025.htm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

回归祖国怀抱的第十年。在各大网站和纪念性的电视节目中

，我们通过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香港普通公民的亲

身讲述，细细地回顾了十年来香港人民所经历的挫折和迷茫

，坚定与繁荣。 这十年，不仅香港成长的十年，也是跨世纪

的我们在中国政府“教育强国”政策的洗礼下奋斗拼搏的十

年，她代表着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1997年7月7日，一个

永远让我难以忘怀的数字，我在那年的“黑色七月”中踏入

了神圣的高考考场。之后我经历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两年的

工作磨练，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与一年的婚姻生活。其中每一

段回忆可以说都与“考研”这两个字息息相关。 偶尔回想，

我为什么要考研呢？研究生的学习对我意味着什么？今天的

我跟本科毕业的我又有什么区别呢？ 说起考研的理由，也许

是因为“不甘心”。 高考这座独木桥很少有人想走第二回。

不论成绩好坏，高三的那种连做梦都无法让人轻松下来的压

力与紧迫感，永远都与走出考场后陡然膨胀并释放出来的狂

喜形成正比。但直到蹦蹦跳跳地进入大学之后，我才猛然发

现，我的学校与专业如果写在求职简历中根本不可能挽留住

招聘者们犀利（势利）的目光，却肯定能加快它们在短时间

内变成草纸的“进化”过程。 也许是因为“不如意”。 我是

学师范的，所以毕业后的工作既平凡又伟大。为了更好地塑

造祖国花朵们的灵魂，我总是起早贪黑，疲于奔命。一年下

来我再也无力招架这种育人工作的强度与压力，只想找个安



静单纯的避暑山庄让我喘口气，顺便看看外面日新月异的世

界。 也许是因为“不服气”。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学历社会

”中，对于学历的攀比在生活中可谓是司空见惯。高学历总

是跟高职称，高收入，高享受摆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让你虽

然满腔不平，也没办法免俗地加入到排队抢购的人潮中。 但

这些都不应该是你考研的理由！ 它们只能在某时某刻点燃你

想要考研的冲动，却无法持续地照亮你的理想，无法让你看

清未来生活的每一级台阶和每一个分岔口。要知道，考研的

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不应该太过迁就同学、朋友和

家人们的眼光，不必在意短期内经济利益的得失，不应该一

味跟随着社会的潮流却迷失了自我。 我认为，考研的根本意

义在于读更多更好的书，学更深更专的知识，用更系统更全

面的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一切事情事物变化发展的能力。学习

和培养这一切能力的目的与就业无关，与社会地位无关，与

亲戚朋友更加无关。但是，这些研究能力的养成却能帮助我

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直面各种瓶颈、挫折，快速掌握更多的知

识和优势，做出正确理性的选择，赢得每一次赛跑。 此外，

我认为研究生学习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扩大自身“兼容

性”的过程。举个例子来说，自从电脑普及以来，各种各样

的系统平台软件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用户还是选择使用微软

的操作系统，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字号老，实力强。而是

因为无论IT行业如何快速发展，微软始终能在研发技术和思

维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其视窗系统是兼容性最强大，学

习更新能力最先进的一个操作系统。 可是我们呢？我们会经

常给自己的知识系统打“补丁”吗？我们会针对各种不健康

的生活理念建立“防火墙”吗？当别人与我们意见不和，“



系统冲突”的时候能处理好彼此的人际关系，求同存异吗？

面对事业中的难题与阻碍，我们可以通过完善自己的各项“

功能”，自我“修补漏洞”吗？ 总而言之，我们考研，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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